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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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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
置

沿

革

　
　
十
四

羅
次
縣
志
卷
之
一

建
置
沿
革

今
上
御
極
五
十
六
年
文
武
聖
神
因
革
損
益
其
所
以
□

宇
內
於
久
安
長
治
者
大
書
特
書
不
一
而
足
然

天
子
眷
懐
南
服
司
牧
可
廢
搜
羅
而
謂
渺
兹
下
邑
文
獻

無
徵
舉
其
建
置
廢
興
風
土
人
物
不
能
傳
什
一

於
千
百
以
供
採
風
者
之
一
助
耶
作
沿
革
志

漢
　
與
百
濮
同
隷
未
有
邑
聚

唐
　
烏
蠻
羅
部
所
居
爲
三
十
七
部
中
之
一
也

宋
　
大
理
高
白
連
慶
治
其
地

元
　
至
元
中
置
羅
次
州
隷
中
慶
路
後
改
爲
縣
屬
安

寧
州

明
　
弘
治
十
二
年
改
屬
雲
南
府

本
朝
因
之

舊
置
流
土
知
縣
各
一
員
典
史
一
員
煉
象
關
流

土
廵
檢
各
一
員
富
羅
學
敎
諭
一
員
後
分
庠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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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訓
導
一
員
編
户
三
鄕
曰
金
水
順
定
昆
石
外
有

右
後
二
衞
軍
武
定
所
軍
安
寧
所
軍
沐
氏
勲
莊

康
熙
四
年
裁
土
知
縣
裁
流
廵
檢

康
熙
二
十
二
年
勲
莊
□
價
歸
民
附
三
鄕
爲
三

尾
甲

康
熙
二
十
七
年
衞
所
裁
汰
歸
各
州
縣
惟
安
寧

所
軍
田
在
羅
次
糧
屬
安
寧
衞
所
新
編
三
里

曰
右
衞
里
後
衞
里
定
所
里

附
往
事
考

本
朝
順
治
二
年
乙
酉
秋
九
月
元
謀
土
官
吾
必
奎
反

初
黔
國
沐
府
家
人
阮
承
麟
參
贊
練
達
善
馭
諸

夷
及
天
波
襲
爵
委
任
劣
生
于
錫
朋
遂
殺
阮
氏

命
叅
將
李
大
贄
屯
兵
會
川
以
禦
流
㓂
侵
擾
諸

彝
必
奎
不
能
堪
遂
反
一
日
而
下
七
城
時
羅
無

城
郭
蹂
躪
甚
苦
天
波
調
各
土
官
進
剿
必
奎
自

殺
　
十
二
月
朔
沙
定
洲
反
初
天
波
調
定
洲
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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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必
奎
定
洲
觀
望
不
至
旣
而
必
奎
平
定
洲
入
省

檄
止
之
不
退
賂
于
錫
朋
求
副
總
兵
劄
托
以
日

蝕
入
辭
重
鎧
隨
從
二
十
人
俱
袖
短
鎗
奪
南
門

襲
黔
府
天
波
以
變
起
倉
卒
周
章
之
甚
錫
朋
敎

之
出
走
至
大
西
門
遙
望
府
中
火
起
決
意
西
行

至
楚
雄
爲
叅
議
楊
畏
知
固
畱
議
守
定
洲
踞
會

城
遣
賊
攻
武
定
道
經
羅
次
大
肆
剽
掠
　
丙
戍

年
哨
民
李
唐
請
於
土
官
楊
耀
德
率
民
兵
伏
敎

塲
左
右
襲
殺
沙
兵
定
洲
聞
之
逮
耀
德
入
省
殺

於
北
門
李
唐
奔
楚
雄
軍
獲
免
定
洲
差
賊
將
李

蒿
雀
住
札
羅
次
逼
脇
投
䧏
併
究
殺
人
之
罪
士

民
併
受
荼
苦
　
丁
亥
年
定
洲
忿
楚
雄
不
下
欲

率
銳
併
攻
適
孫
可
望
李
定
國
劉
文
秀
艾
奇
能

假
焦
夫
人
之
兄
率
兵
來
援
定
洲
聞
之
棄
城
而

遁
後
爲
李
定
國
襲
擒
于
佴
革
龍
解
省
磔
殺
之

命
西
城
督
捕
楊
異
署
羅
次
縣
事
　
戊
子
年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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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
月
冷
水
溝
厰
池
應
祥
紏
蘇
朗
山
彝
衆
數
百
劫

縣
時
楊
異
率
民
固
守
力
不
能
支
由
梁
木
門
出

玉
龍
山
至
富
民
遇
兩
總
兵
懇
請
過
縣
剿
之
獲

應
祥
正
法
妻
拏
脅
從
死
者
無
算
　
己
丑
故
明

柱
王
於
肇
慶
稱
末
曆
三
年
矣
孫
可
望
稱
國
主

千
歲
平
東
王
先
鑄
大
順
錢
至
是
改
爲
興
朝
修

五
華
山
紫
金
城
大
役
民
夫
人
民
死
徙
過
半

庚
寅
辛
卯
役
煩
徭
重
民
甚
苦
之
且
田
畝
分
莊

委
官
管
理
知
縣
典
史
僃
員
而
已
　
壬
辰
年
命

鎭
朔
將
軍
劉
鎭
國
住
鎭
羅
次
縣
建
將
軍
府
第

於
縣
署
土
官
署
之
中
折
毀
流
土
縣
署
分
司
公

廨
民
房
無
數
知
縣
遂
促
居
察
院
行
館
卽
今
縣

治
也
　
丙
申
年
李
定
國
接
𣱵
曆
入
滇
孫
可
望

走
楚
歸
誠
是
年
爲

本
朝
順
治
十
三
年
卽
故
明
𣱵
曆
在
滇
所
稱
之
十
年

也
　
順
治
十
六
年
正
月
己
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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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
本
朝
闢
滇
大
師
入
省
𣱵
曆
西
行
吳
三
桂
由
嵩
明
直

抵
羅
次
住
札
九
月
所
部
兵
丁
掘
窖
搜
山
折
房

毀
屋
羅
民
十
室
九
空
迄
今
猶
有
不
能
復
業
者

順
治
十
七
年
庚
子
將
沐
氏
勲
莊
撥
給
三
桂
自

委
管
莊
管
理
與
知
縣
分
庭
抗
理
復
爲
民
害

順
治
十
八
年
辛
丑
補
行
庚
子
科
中
式
舉
人
張

人
龍
　
康
熙
元
年
壬
寅
自
𣱵
曆
於
丙
申
入
緬

官
兵
進
征
接
以
吳
三
柱
討
水
西
平
祿
昌
賢
攻

易
門
各
處
癸
卯
甲
辰
乙
巳
連
年
撥
夫
運
糧
居

民
不
得
安
堵
　
康
熙
六
年
圈
撥
民
田
給
吳
三

桂
爲
王
莊
每
京
斗
秋
米
一
斗
加
至
五
市
斗
八

升
運
腳
在
外
又
有
薗
田
白
米
猪
鷄
等
物
初
運

富
民
繼
運
省
城
民
甚
苦
之
　
康
熙
七
年
知
縣

馬
光
親
詣
田
畝
督
修
堤
堰
民
甚
德
之
　
康
熙

十
二
年
癸
丑
十
一
月
吳
三
桂
反
僞
稱
昭
武
洪

化
等
號
自
甲
寅
年
至
辛
酉
凡
七
年
有
烟
户
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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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九

實
之
征
有
銀
米
預
借
之
征
有
莊
兵
民
兵
衙
門

兵
之
征
有
運
糧
夫
運
錢
夫
運
軍
器
甲
葉
打
狐

狸
鵪
鶉
等
夫
差
日
煩
而
民
日
苦
望

王
師
不
啻
如
雲
霓
矣
　
康
熙
二
十
年
辛
酉

大
師
復
滇
雲
南
平
奉

詔
免
本
年
夏
稅
總
督
趙
良
棟
由
西
路
入
雲
南
畱
寧
夏

總
兵
官
趙
弘
燦
鎭
羅
次
所
部
兵
丁
分
撥
居
民

喂
養
是
年
奉

旨
改
糧
每
糧
一
斗
收
京
斗
一
斗
釋
滇
兵
爲
民
萬
姓
歡

呼
　
壬
戌
二
十
一
年
知
縣
徐
吳
錦
詳
請

上
憲
築
土
城
一
圍
城
樓
四
座
不
願
請
兵
汛
防
自
僱

鄕
勇
二
十
名
給
鎗
二
十
桿
守
之
　
二
十
二
年

癸
亥
補
行
辛
酉
科
中
式
高
特
　
勲
莊
撥
歸
知

縣
汰
革
委
官
二
十
五
年
莊
田
奉
文
變
價
　
知

縣
夏
玘
訓
導
王
親
賢
新
建
明
倫
堂
學
署
自
逆

變
以
來
至
二
十
六
年
魯
奎
山
楊
宗
周
等
每
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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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冬
月
至
縣
索
保
頭
錢
稍
有
不
遂
卽
加
劫
掠
騷

擾
居
民
不
得
安
生
　
二
十
七
年
援
剿
營
兵
因

楚
省
夏
包
子
亂
紏
約
流
棍
作
叛
合
邑
震
驚
頼

知
縣
夏
玘
鎭
安
之
復
率
鄕
勇
哨
兵
襲
殺
魯
奎

山
賊
自
是
稍
爲
歛
跡
　
二
十
八
年
奉

旨
豁
免
軍
糧
　
二
十
九
年
奉

旨
改
軍
爲
民
撥
歸
附
近
州
縣
管
理
裁
去
衞
所
官
弁
先

是
知
縣
僅
轄
三
里
至
是
軍
民
咸
隷
焉
　
三
十

二
年
癸
酉
知
縣
彭
䡇
以

文
廟
地
勢
湫
隘
遷
建
於
土
官
遺
地
坐
癸
向
丁

大
魁
閣
建
於
盤
龍
寺
復
接
縣
治
來
脈
　
三
十
三
年

奉

旨
蠲
免
本
年
地
丁
錢
糧
署
縣
事
同
知
孫
道
林
設
立
義

學
於
文
昌
宮
復
開
山
後
村
荒
田
以
爲
修
脯

庚
辰
辛
巳
知
縣
梁
衍
祚
新
建
拜
雲
亭
　
壬
午

癸
未
修
學
宮
設
祭
器
樂
器
佾
舞
禮
生
魯
奎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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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一

復
出
索
保
知
縣
梁
衍
祚
命
典
史
施
有
璲
率
鄕

勇
於
五
畝
山
襲
殺
之
自
是
野
賊
始
爲
歛
跡

康
熙
四
十
三
年
奉

旨
本
年
地
丁
錢
糧
盡
行
蠲
免
　
戊
子
己
丑
知
縣
謝
曾

祚
行
鄕
飮
酒
禮
賓
興
科
舉
重
修
學
宮
買
民
地

遷
魁
閣
於
學
宮
左
新
建
義
學
以
在
倉
捐
輸
羡

餘
二
十
京
石
爲
義
學
修
脯
修
阜
民
樓
　
辛
卯

知
縣
梁
衍
祚
署
事
捐
俸
開
織
紡
　
壬
辰
癸
巳

知
縣
沈
之
鉽
修
城
隍
廟
關
帝
廟
　
康
熙
五
十

年
本
年
地
丁
錢
糧

恩
詔
蠲
免
次
年
時
値
饑
饉
士
民
楊
儀
楊
我
德
等
鳴
於

知
縣
沈
之
鉽
設
厰
於
城
隍
廟
煮
粥
賑
饑
全
活

甚
衆
　
阿
素
𧩊
住
人
朱
淳
安
寧
州
舊
紳
也
樂

善
好
施
建
桂
香
閣
以
爲
家
塾
卽
於
其
中
置
義

倉
首
先
捐
穀
仍
聯
各
村
好
義
者
共
捐
借
給
鄕

黨
以
資
貧
乏
　
三
街
爲
邑
首
善
之
地
居
民
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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疆

域

　
二
十
二

少
雜
役
頗
繁
雖
無
四
甸
銀
米
之
苦
而
密
邇
衙

署
應
荅
不
時
其
閒
長
夫
馬
草
供
億
頗
難
士
民

楊
倫
等
𥸤
恩
請
免
勒
石
在
案
　
中
甸
社
倉
士

民
梅
鹽
臣
張
祥
等
聯
集
鄕
黨
各
捐
己
資
共
得

京
斗
穀
五
十
石
借
給
竆
民
　
三
街
社
倉
士
民

楊
倫
等
聯
集
鄕
黨
各
捐
己
資
共
得
京
斗
穀
二

百
餘
石
修
蓋
倉
房
三
閒
於
文
昌
宮
門
外
貯
之

顏
曰
三
街
社
倉
每
年
春
佈
種
之
時
借
放
一
半

夏
栽
田
之
時
又
借
放
一
半
取
息
二
分
年
舉
老

成
經
管
專
借
竆
民
之
不
能
赴
縣
借
領
者
閒
有

死
亡
病
疾
俱
於
其
中
量
爲
賫
送
屢
蒙
　
上
憲

行
查
非
不
具
報
特
恐
具
報
而
出
入
支
領
必
須

造
册
是
欲
便
民
而
反
不
便
於
民
也

疆
域

形

勝

羅
之
疆
域
川
原
雖
濶
矚
望
非
遙
截
長
補
短
將

六
七
十
里
也
但
瘠
土
石
田
山
高
水
涸
雖
生
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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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一

疆

域

　
二
十
三

之
日
繁
亦
政
敎
所
必
急
苟
不
有
以
紀
之
則
疆

界
茫
然
措
施
無
自
其
何
以
又
邇
安
遠
弭
奸
戢

異
耶
作
疆
域
志

縣
在
府
城
西
北
一
百
五
十
里

東
三
一
五
里
至
响
地
哨
交
富
民
縣
界

南
六
十
里
至
界
牌
交
安
寧
州
界

西
二
十
五
里
至
大
河
交
祿
豐
縣
界

北
三
十
里
至
百
花
山
交
和
曲
州
界

東
南
四
十
里
至
吉
家
哨
交
昆
明
縣
界

西
南
三
十
里
至
得
莊
交
祿
豐
縣
界

西
北
四
十
里
至
梅
子
箐
交
和
曲
州
界

東
北
三
十
里
至
核
桃
箐
交
富
民
縣
界

東
西
廣
四
十
里
南
北
袤
九
十
里

玉
龍
東
峙
金
鳳
西
翔
百
花
九
湧
儼
一
邑
之
障

屏
碧
水
金
河
作
三
城
之
襟
帶

通志

東
擁
玉
龍
西
帶
金
水
羅
部
三
城
夙
號
巖
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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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一

山

川

　
二
十
四

山
川

羅
居
僻
壤
雖
無
名
山
大
川
獲
與
望
秩
之
列
而

𢌞
瀾
峻
峙
儼
然
帶
礪
之
封
此
山
水
不
在
高
深

而
靈
異
自
鐘
孝
秀
愼
不
可
以
商
賈
不
通
舟
車

不
接
遂
略
而
弗
講
也
作
山
川
志

穹
盪
山

在

縣

東

二

十

五

里

其

峯

最

高

爲

縣

治

龍

脈

之

源

夏

秋

閒

其

峯

有

雲

則

晴

無

雲

則

雨

農

家

以

之

占

陰

晴

內

有

祇

陀

菴

今

廢

縣

治

灌

漑

之

水

發

源

山

半

有

龍

泉

每

三

月

致

祭

玉
龍
山

在

縣

東

南

五

里

中

有

碧

石

□

倒

泉

如

玉

龍

九
湧
山

在

縣

南

四

十

里

奇

峯

矗

立

九

㵎

出

泉

卽

今

文

廟

之

賓

峯

也

通

志

稱

九

成

山

嵩
華
山

在

縣

西

北

十

五

里

上

有

觀

音

寺

百
花
山

在

縣

北

二

十

五

里

山

頂

中

分

與

和

曲

州

交

界

金
鳳
山

在

縣

西

五

里

形

如

鳳

翥

俗

呼

爲

金

字

山

臥
龍
山

在

縣

南

三

十

里

形

勢

磅

礴

松

杉

蒨

藹

行

僧

碧

天

建

寺

其

中

督

部

院

王

繼

文

題

額

曰

廣

覺

禪

林

督

部

院

郭

瑮

題

藏

經

樓

曰

萬

殊

一

本

孝
山

在

縣

南

六

十

里

其

峯

插

天

碧
城
河

在

縣

郭

外

繞

城

入

金

水

河



 

羅
次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
山

川

　
二
十
五

金
水
河

在

縣

西

自

南

流

北

轉

而

南

出

祿

豐

入

元

江

分
水
嶺

在

縣

南

三

十

五

里

名

雖

嶺

而

實

平

田

也

一

流

出

五

道

河

入

安

寧

一

流

入

金

水

河

史

秉

信

黑

水

辯

羅

次

分

水

嶺

由

祿

豐

而

之

元

江

卽

星

宿

河

之

源

也

溫
泉

康

熙

四

十

年

知

縣

梁

衍

祚

重

建

之

仍

於

亭

址

建

閣

一

座

以

憇

浴

者

羅
陽
八
景

玉
龍
噀
珠

在

玉

龍

寺

後

山

半

龍

湫

二

壑

石

竇

出

泉

纍

落

如

珠

有

若

噴

玉

故

名

玉

龍

山

有

數

層

拾

級

而

登

景

漸

軒

豁

蒼

松

翠

竹

石

壁

流

泉

洵

羅

陽

巨

觀

也

邑

人

李

有

謙

楊

天

培

衲

僧

惟

寬

佛

應

時

往

遊

焉

且

顏

四

景

曰

嶙

岩

瀉

玉

萃

壁

呈

秋

十

里

村

烟

𩀱

松

古

佛

各

繫

以

詩

而

題

味

纍

纍

焉

溫
泉
潄
玉

在

縣

北

十

里

許

嵩

華

山

後

金

水

河

傍

其

水

溫

潔

如

塋

玉

四

方

之

人

多

往

浴

之

至

九

月

土

王

用

事

浴

者

更

衆

俗

傳

去

疾

舊

有

堂

三

楹

張

德

溥

題

曰

誕

登

堂

□

德

徵

題

曰

不

因

人

熱

後

盡

爲

水

所

沒

康

熙

壬

午

知

縣

梁

衍

祚

重

修

之

建

閣

於

外

題

曰

黍

谷

春

浮

聯

白

問

我

可

能

如

水

潔

願

民

常

似

此

泉

温

江

寧

孫

印

題

於

閣

曰

到

來

問

水

情

何

熱

浴

罷

看

山

眼

倍

靑

和

曲

刺

史

袁

良

怡

題

曰

溫

其

如

玉

庠

生

金

維

新

題

曰

王

化

如

斯

入

物

隨

在

溫

也

宦

情

若

此

出

山

依

舊

冷

然

北
寺
曉
鐘

卽

北

門

外

聖

化

寺

也

在

碧

城

中

面

東

坐

西

官

吏

士

民

迎

春

於

此

後

傾

圮

康

熙

四

十

四

年

知

縣

梁

衍

祚

率

士

民

遷

建

改

爲

西

向

數

十

年

來

寺

廢

鐘

停

古

蹟

荒

蕪

今

北

寺

旣

新

曉

鐘

復

振

早

暮

之

閒

聲

聞

遠

近

其

所

以

醒

塵

夢

而

儆

迷

途

者

豈

淺

哉



 

羅
次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
山

川

　
二
十
六

西
樓
夜
月

樓

五

楹

高

五

丈

許

窻

開

四

面

水

山

相

映

四

顧

平

原

桑

麻

滿

目

每

當

月

夜

如

坐

氷

壺

邑

長

令

紳

士

佳

辰

令

節

咸

登

眺

賦

詩

卽

古

之

大

西

門

今

爲

南

門

外

郭

知

縣

彭

䡇

改

爲

阜

民

樓

後

圮

盡

知

縣

謝

曾

祚

重

修

樓

三

楹

砌

闤

門

題

曰

爽

氣

西

來

攝

縣

王

秉

煌

復

顏

曰

阜

民

樓

一
林
烟
雨

卽

鹿

鳴

橋

之

鹿

角

村

也

萬
樹
松
濤

在

城

南

羅

凹

營

飛
泉
瀑
布

在

靑

山

昆
石
朝
霞

在

東

山

大

馬

官

營

後

每

遇

夕

陽

相

映

懸

巖

滴

翠

潭

水

呈

霞

有

若

圓

光

高

數

十

丈

五

色

俱

僃

莫

可

名

狀

邑

人

士

題

咏

甚

夥



 

羅
次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
風

俗

　
二
十
七

風
俗

從
來
風
俗
之
盛
衰
驗
政
治
之
得
失
□
以
瘠
土

思
善
沃
土
思
淫
人
情
莫
不
爾
也
羅
自
分
邑
以

來
旣
沐

朝
雅
化
逓
邀
賢
宰
拊
循
民
風
近
古
習
俗
未
漓
然
起

衰
振
𡚁
柱
漸
防
微
端
於
至
斯
之
君
子
有
厚
望

焉
作
風
俗
志

羅
次
民
風
渾
樸
逐
末
者
少
耕
鑿
面
外
别
無
他

業
仰
事
俯
育
俱
取
給
田
間
其
俊
秀
子
弟
咸
事

詩
書
列
科
甲
者
亦
接
踵
有
人
焉
惟
不
知
織
紡

康
熙
五
十
年
署
縣
梁
衍
祚
捐
資
敎
民
織
紡
今

亦
稍
有
成
效
　
婚
䘮
紳
士
一
遵
家
禮
其
餘
多

尙
浮
屠
恥
與
僕
隷
連
婚
然
多
　
儉
約
不
事
奢

華

城
池

坊

表

市

𠪨

附

國
家
城
池
之
設
所
以
捍
牧
圉
固
金
湯
也
夫
能



 

羅
次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
城

池

　
二
十
八

以
信
義
爲
本
則
衆
志
成
城
不
藉
山
谿
而
自
險

矣
然
而
天
時
固
善
不
如
地
利
爲
愈
羅
城
雖
屬

土
垣
而
晨
昏
啟
閉
亦
一
方
之
保
障
至
若
坊
表

市
𠪨
事
旣
相
麗
法
得
附
書
爰
志
城
池

羅
次
原
無
城
池
明
天
啓
閒
築
土
城
一
圍
東
設

小
東
門
南
設
梁
木
門
西
設
大
西
門
小
西
門

北
設
大
北
門
後
皆
傾
圮
康
熙
二
十
一
年
知

縣
徐
吳
錦
請
於

上
憲
新
築
土
城
一
圍
計
二
里
許
基
濶
五
尺
高

一
丈
二
尺
上
覆
以
瓦
內
外
各
畱
五
尺
以
便

往
來
無
池
建
城
樓
四
座
額
曰
東
作
方
興
南

薰
解
阜
西
成
在
望
北
極
恩
光
昔
之
大
西
門

爲
外
郭
卽
八
景
之
西
樓
夜
月
也
知
縣
彭
䡇

題
曰
阜
民
樓
後
傾
廢
康
熙
四
十
八
年
知
縣

謝
曾
祚
重
建
樓
三
楹
并
　
　
門
顏
曰
爽
氣

西
來
康
熙
五
十
六
年
攝
縣
　
秉
煌
仍
立
阜



 

羅
次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
坊

表

　
二
十
九

民
樓
匾
額

坊
表

科貢

題
名
坊

在

縣

前

進
德
修
業
二
坊

在

文

廟

前

整
肅
坊

在

察

院

行

館

前

俱

廢

文
明
坊

在

明

倫

堂

前

見

存

迎
恩
門

在

西

街

建

立

夏

梁

二

公

去

思

碑

亭

之

上

爲

城

外

廓

舊

有

門

三

楹

顏

曰

迎

恩

紳

士

迎

官

於

此

俗

呼

爲

迎

龍

門

今

亭

存

門

廢

更
衣
𠫊

在

南

敎

塲

今

迎

春

所

舊

有

𠫊

三

楹

照

墻

門

坊

顏

曰

惠

風

悉

傾

圮

新

任

到

此

搭

靑

棚

換

吉

服

迎

春

亦

於

此

設

盒

酒

演

戲

三

齣

迎

春

囘

縣

市
𠪨

辰
戍
街

在

城

內

久

廢

知

縣

彭

䡇

示

集

不

過

鹽

米

蔬

菜

小

市

而

已

寅
申
街

在

城

南

十

五

里

子
午
街

在

城

南

二

十

五

里

己
亥
街

在

城

北

二

十

里

至
期
咸
集
貿
易
每
年
額
徵
商
稅
解
司



 

羅
次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
公

署

　
　
三
十

公
署

倉

庫

塲

院

附

建
置
之
制
公
署
宜
先
誠
以
溥

君
德
於
竆
簷
縈
民
生
於
寸
念
坐
觀
風
動
用
肅
觀
瞻
所

繫
爲
甚
重
也
至
積
貯
則
當
謹
蓋
藏
佐
理
則
宜
嚴

體
制
雖
舊
貫
相
仍
無
煩
紀
敘
而
攸
寧
有
宇
豈
獨

無
稽
作
公
署
志

縣
署

舊
縣
署
在
城
東
南
隅
今
之
文
昌
宮
卽
其
址
也
明

末
改
建
將
軍
府
第
遂
遷
縣
署
於
巡
按
行
館
坐

東
面
西

中
爲
大
堂
　
前
儀
門
　
大
門
　
左
右
列
六
房

後
二
堂
　
兩
旁
翼
以
書
室
　
後
內
寢
坐
樓

左
爲
土
地
祠
　
典
史
署

典
史
署

在
縣
署
在
　
前
大
堂
　
後
二
堂
　
後
內
寢
坐
樓

左
書
室
　
外
大
門
照
墻

俱

康

熙

二

十

五

年

典

史

朱

前

驅

修

建



 

羅
次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
公

署

　
三
十
一

儒
學
署

在
明
倫
堂
後
　
前
堂
後
宅
　
前
文
明
坊
　
大
門

照
墻

俱

康

熙

二

十

五

年

訓

導

王

親

賢

移

建

徵
收
庫

在
縣
署
內
　
監
獄
在
縣
大
門
內

常
平
倉

在
義
學
後
係
借
尊
經
閣
權
貯
今
遂
因
之

康

熙

己

丑

年

知

縣

謝

曾

祚

𣸸

修

一

所

於

舊

倉

右

養
濟
院

在
城
南
迎
龍
門
內

癸

未

年

知

縣

梁

衍

祚

新

建

詳

給

孤

糧

演
武
塲
二

一
在
城
南
碧
城
河
外
卽
迎
春
所

一
在
城
西
新
莊
大
路
下
爲
考
試
武
童
九
月
霜
䧏

㸃
選
鄕
練
之
所

舊
上
下
分
司
行
館

今
在
城
隍
廟
前
文
昌
宮
路
下



 

羅
次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
□

□

　
三
十
二

舊
學
宮
基
址

一
在
北
門
內
今
建
拜
雲
亭
其
堦
墀
等
地
俱
借
民

閒
起
蓋
草
房
暫
住

一
在
明
倫
堂
右
上
截
起
蓋
義
學
後
層
爲
倉

舊
社
學

在
城
西
南

舊
察
院
行
舘

今
爲
縣
署

舊
土
官
署

在
舊
縣
治
之
右
毀
於
王
辰
只
存
大
堂
三
楹
康
熙

癸
酉
遷
建
學
宮
堂
連
地
基
併
入
學
宮
今
之
土

主
廟
卽
其
址
也

關
梁

河

防

堰

壩

哨

舖

附

設
關
所
以
禦
暴
水
涸
於
以
成
梁
其
垂
諸
大
易
詳

於
夏
令
者
彰
彰
可
攷
矣
羅
次
煉
象
一
關
屬
迤
西

孔
道
行
李
往
來
絡
繹
不
絶
居
民
疲
於
擔
負
困
於



 

羅
次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
關

梁

　
三
十
三

道
路
倘
仁
人
君
子
恤
其
辛
勤
亦
倭
遲
中
之
子
惠

也
若
夫
澤
梁
無
禁
封
洫
井
然
則
又
宰
是
邑
者
所

宜
畱
心
焉
作
關
梁
志

煉
象
關

在
縣
西
南
一
百
二
十
里
界
安
寧
祿
豐
之
間
雄
峯

絶
澗
塹
道
石
門
扼
九
郡
之
咽
喉
實
西
迤
之
鎖

鑰
舊
設
土
流
巡
檢
明
崇
禎
癸
未
建
石
城
一
圍

闢
四
門
以
固
其
守
西
門
外
建
重
關
樓
石
門
舖

坊
往
來
士
夫
多
畱
題
以
志
其
險
迄
今
關
前
石

壁
猶
鐫
有

天
子
萬
年
煉
象
雄
關
等
字

哨
舖

石
門
哨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老
人
哨

新
哨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淸
水
溝
哨

梅
水
井
哨
　
　
　
　
　
排
樓
山
哨

黑
松
林
哨
　
　
　
　
　
關
索
嶺
哨



 

羅
次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
哨

舖

　
三
十
四

下
灣
哨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乾
海
子
哨

溪
木
嶺
哨
　
　
　
　
　
响
地
哨

九
岳
坪
哨
　
　
　
　
　
灰
坡
哨

新
興
哨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魯
家
哨

吉
家
哨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靑
山
哨

百
花
山
哨
　
　
　
　
　
梅
子
箐
哨

以
上
各
哨
舊
有
哨
兵
共
一
百
四
十
六
名
今
裁

招
土
住
哨
民
巡
守

縣
前
舖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虎
街
舖

九
岳
坪
舖

三

舖

通

富

民

　
　
得
莊
舖

通

祿

豐

小
營
舖

通

武

定

　
　
　
　
石
門
舖

練
樹
舖

二

舖

通

迤

西

以
上
舖
兵
各
支
工
食

橋
梁

順
定
橋

在

縣

城

內

　
　
　
　
鳳
凰
橋

在

羅

凹

營

𣱵
豐
橋

在

川

心

營

　
　
　
　
鎭
北
橋

在

鳴

雞

寨



 

羅
次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
橋

梁

　
三
十
五

昆
石
橋

在

河

尾

村

　
　
　
　
小
石
橋

在

□

竜

此

通

安

寧

之

大

道

也

鹿
鳴
橋

在

鹿

角

村

知

縣

何

淸

架

以

木

覆

以

瓦

久

而

傾

圮

康

熙

三

十

六

年

士

民

楊

儀

王

輔

弼

等

募

修

石

橋

蓋

明

時

邑

弟

子

員

赴

公

車

而

長

令

師

儒

飮

餞

於

此

故

名

小
板
橋

在

九

岳

坪

　
　
　
　
扳
桂
橋

亦

在

九

岳

桂

樹

下

𩀱
貴
橋

在

响

地

哨

外

邑

人

王

嘉

賓

修

此

通

富

民

大

道

也

普
濟
橋

在

黄

坡

縣

民

王

嘉

賓

募

修

通

祿

豐

大

道

也

平
政
橋

黃

一

淸

修

　
　
　
　
喜
雨
橋

楊

廣

德

李

如

松

等

修

廣
德
橋

在

溫

泉

北

楊

廣

德

修

　
　
𣱵
寧
橋

在

張

至

坡

下

濟
川
橋

在

落

摩

伍

通

武

定

大

道

也

河
防
堰
壩

羅
次
無
河
防
之
患
惟
乾
旱
是
憂
各
村
閒
設
水
長

三
月
初
祭
龍
之
辰
水
長
鳴
鑼
聚
衆
修
濬
溝
道

知
縣
典
史
不
時
躬
往
查
核
小
祿
豐
堤
埂
知
縣

馬
光
修
築
民
甚
德
之
迄
今
尸
祝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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